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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受体是一类在生物体内广泛分布'表达于细胞浆或细胞

核内的蛋白质#广泛存在于脊椎动物'节肢动物和线虫类动物

体内#是多细胞生物体内含量丰富的转录因子超家族核心成员

之一(

$-(

)

*它们以单体或多聚体的形式与
RY,

响应元件结

合#激活或抑制特定靶基因的转录*由于核受体是在结构上具

有较高保守序列的配体结合结构域#包括转录激活结构域

,4%

和配体结合口袋#核受体能够响应类固醇'维生素
,

'甲

状腺激素等多种脂溶性小分子调节剂(

#-&

)

#调控细胞增殖'分

化'凋亡'代谢和免疫反应等几乎所有细胞生物学过程#在肿

瘤'心血管病'免疫病'炎症'糖尿病'老年痴呆等众多疾病的发

生和预防中具有重要意义(

"-*

)

*迄今开发的
%!!!!

多种药物

中#大约有
$(<

通过核受体靶点起作用#核受体已经成为国际

上药物开发仅次于
S

蛋白偶联受体$

S./8

%的第二大靶点*

在美国#排名前
$!!

位的处方药中#有
$"

种以上是以核受体为

靶点的药物(

'-$%

)

*视黄醇
_

受体$

8_8

%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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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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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-

(

种亚型$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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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研究的较为深入%#是核受体超家族的核心

成员#它和其他核受体一样#在结构上具有高度保守的
RY,

结合区域和配体结合区域#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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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配体结合口袋与小分子调

节剂相互作用时#诱导
8_8

)

发挥基因型或非基因型功能#在

包括肿瘤'炎症'代谢等在内的多种生理病理学过程中起着重

要作用(

$(-$"

)

*

天然产物及中药在保障人类健康#防治人类疾病方面具有

悠久的历史#是人类预防和治疗疾病的重要物质来源*不仅世

界各种传统医药学中使用的药物均属于天然来源的物质#而且

现代医学中被广泛应用的化学药物#一半以上也来源于天然化

合物及其衍生物或类似物(

$+-%!

)

*据统计(

%$

)

#

$'*$

年至
%!$#

年

的
(#

年间#全世界发现的
$%$$

个药物小分子新化学实体中#

"!<

以上来源于天然产物或其衍生物&同时期美国
4R,

批准

的药物中天然药物及其衍生物的比例也高达
&!<

以上*我国

传统中医药历经千百年临床筛选#针对个体治疗#毒副作用小#

药物资源丰富#因此#它将为针对性地选择活性筛选体系#减小

筛选的盲目性和工作量#提高药物筛选的效率和成功率提供重

要的依据*吗啡'麻黄素'紫杉醇等的发现就是其中一些成功

的例子*尤其抗疟疾药物青蒿素的发现(

%%

)

#因挽救了数百万

人的生命而获得
%!$&

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(

%(

)

#更是让中医

药科研工作者欢欣鼓舞*今天#从天然药物及传统中药中寻找

新药候选先导化合物依然是创新药物研究的一条重要捷径*

近几十年来#虽然从中药资源中发现了一些重磅药物#在

中医药开发与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#但这些成绩与我

国巨大而独特的中药资源宝库并不匹配#与我国近几十年来巨

大的人力财力投入并不相称*中药资源研究方式亟需改进*

相比于传统中药先化学成分分离再生物活性评价研究手段的

盲目性'低效率#活性成分跟踪分离手段虽然具有一定的分离

针对性#效率有所提高#但是分离过程活性成分跟踪丢失情况

严重#这也限制了创新药物先导化合物的发现速度#严重制约

我国从中医药资源中开发自主创新药物的效率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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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*因此#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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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检验医学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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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从天然产物及中药中快速'精准捕捉活性成分的研究手段将

极大提高创新药物先导化合物的发现速度#提高我国创新药物

研发效率*本文运用受体
-

配体识别结合原理(

%&-%"

)

#对中药淫

羊藿中的抗炎活性馏分进行核受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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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小分子调节剂的高

效鉴定#希望能为后续天然产物和中药中活性成分的快速挖掘

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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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&石油醚'氯仿'乙酸乙酯等

有机溶剂$分析纯%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&色谱纯甲

醇'乙腈购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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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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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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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基购于美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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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&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购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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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体购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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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试剂盒购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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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&药材淫羊藿来源于宝鸡润

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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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所

张晓坤教授实验室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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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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淫羊藿馏分样本制备及活性筛选
!

取淫羊藿全草#

"!<

乙醇回流提取#提取液过滤'浓缩至干#水混悬#依次进行

石油醚'氯仿'乙酸乙酯和正丁醇等有机溶剂萃取#各萃取馏分

进行
Y4-

.

[

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活性检测#确定抗炎活性馏

分为乙酸乙酯萃取层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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蛋白纯化
!

将质粒
05>-8_8

)

6[R

转

入大肠杆菌#摇菌#待菌液长至合适浓度后加入
9.@S

诱导剂

诱导蛋白表达#离心弃上清#沉淀菌株加破碎裂解液混悬#冰上

超声破碎#破碎液高速离心#上清进行镍琼脂糖凝胶柱富集#洗

脱#磷酸盐缓冲液进行透析#

:R:

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鉴定纯

度和浓度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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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[R

蛋 白 活 性 验 证(

%+

)

!

将 纯 化 的
05>-

8_8

)

6[R

蛋白与阳性对照
'-

顺视黄酸或空白对照低温共孵

育过夜#混合液进行镍琼脂糖凝胶柱过滤富集蛋白#洗涤未结

合的小分子配体#洗脱蛋白
-

配体复合物#进行紫外吸收光谱检

测#比较阳性对照和空白对照紫外吸收光谱差异#确证蛋白

活性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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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活性化合物筛选及鉴定
!

将纯化的
05>-8_8

)

6[R

蛋

白与淫羊藿活性馏分低温共孵育过夜#混合液进行镍琼脂糖凝

胶柱过滤富集蛋白复合物#洗涤未结合的小分子化合物#有机

溶剂进行蛋白复合物变性释放结合小分子#高效液相色谱检测

结合小分子#核磁鉴定结构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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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对活性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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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用质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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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染人胚肾

细胞
01\%'(@%#)

#药物处理细胞相应时间#按需求加入炎

症诱导因子
6.:

刺激细胞
(!H5?

#

.6[

裂解液裂解细胞#按照

D

FAHB

L

2

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说明书检测荧光素酶响应

值#计算相对活性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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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子模拟
!

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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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[R

$

.R[9R

!

(,'1

%蛋白晶体结

构和宝藿苷
&

结构导入
,KGAPA7UX#;%

软件进行分子模拟对

接*宝藿苷
&

构象搜索采用拉马克遗传算法进行&格点中心坐

标设置为
#';*("

#

"(;(%&

#

e+;$'$

$参照
(,'1

晶体中配体

6S$!!+&#

坐标%&

PA7U5?

L

参数为默认值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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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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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试验
!

将融合蛋白
05>-8_8

)

6[R

偶联到

[527AFB/W&

芯片中#依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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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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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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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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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
&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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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#

$!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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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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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
HA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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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五个不同浓度的宝藿苷
&

导

入芯片#

[527AFB@%!!

检测蛋白
-

配体结合状态#绘制结合
-

解离

曲线*

?;@;V

!

蛋白免疫印迹
!

宝藿苷
&

和"或
6.:

处理鼠巨噬细胞

8, %̂#";+

相应时间后#收集细胞#

89.,

裂解液裂解细胞提

取总蛋白#煮样变性#

$!< :R:-

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#

.XR4

膜电转#

&<

脱脂奶粉封闭
$)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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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或
9

.

[

)

抗体低温孵育过

夜#相应二抗室温孵育
$)

#化学发光试剂显影*

@

!

结
!!

果

@;?

!

淫羊藿中
8_8

)

6[R

小分子调节剂宝藿苷
&

的筛选及鉴

定
!

将淫羊藿抗炎馏分与目标蛋白
05>-8_8

)

6[R

或对照蛋

白
05>-YKF++6[R

共同孵育后#蛋白亲和的小分子进行高效

液相色谱检测分析$图
$,

%*结果显示#淫羊藿活性馏分经

05>-8_8

)

6[R

蛋白富集后#富集馏分液相谱图明显保留了原

馏分保留时间在
$*;!(H5?

处的色谱峰#而
05>-YKF++6[R

对

照蛋白富集馏分此处色谱峰并不明显$图
$[

%#说明保留时间

$*;!(H5?

处的色谱峰可能是
8_8

)

蛋白特异性结合小分子

配体#经
W:

检测分析和标准品比对确认该色谱峰为宝藿苷
&

$图
$/

%*

图
$

!!

淫羊藿抗炎馏分中宝藿苷
&

的筛选和鉴定

@;@

!

宝藿苷
&

与
8_8

)

蛋白相互作用研究
!

为了确定筛选到

的宝藿苷
&

与
8_8

)

蛋白的关系#本研究通过分子模拟'表面

等离子体共振$

:.8

%和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等方法对二者结

合和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*首先通过
,KGAPA7U

软件将宝藿苷

&

和
8_8

)

6[R

$

.R[

!

(,'1

%进行分子模拟对接#结果显示宝

藿苷
&

与
8_8

)

蛋白最低结合能为
e*;'%U72E

"

HAE

#仅比

8_8

)

经典配体
'-

顺视黄酸$

'-75>8,

%的最低结合能$

e$!;$*

U72E

"

HAE

%高
$;%" U72E

"

HAE

#其 结 合 构 象 与
'-75>8,

和

6S$!!+&#

亦具有良好重叠$图
%,

%&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数据显

示宝藿苷
&

和
8_8

)

蛋白的结合"解离曲线随着宝藿苷
&

的浓

度增大$

$;%&

"

%!

#

HAE

"

6

%而不断升高$图
%[

%#其平衡解离常

数
\R

为
*;"

#

HAE

"

6

&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结果显示宝藿苷

&

能够浓度依赖性地抑制
'-75>8,

诱导的
8_8

)

转录激活#但

对
8,8

-

$图
%/

%'

YKF++

和
18

)

$结果未列出%等其他核受体

的转录功能不具有调控效应*以上这些结果表明宝藿苷
&

能

够与
8_8

)

蛋白相互作用#且特异性地调控
8_8

)

的转录激活

功能*

@;A

!

宝藿苷
&

通过
8_8

)

发挥抗炎功能
!

为了阐释淫羊藿抗

炎馏分中宝藿苷
&

的抗炎效应及分子机制#本文进一步通过酶

联免疫反应'蛋白免疫印迹和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等试验对宝

藿苷
&

的抗炎功能及与
8_8

)

的关系进行了研究*当用不同

浓度宝藿苷
&

预处理鼠免疫细胞
8, %̂"#;+")

后脂多糖

6.:

$

%!?

L

"

H6

%刺激细胞
(!H5?

#酶联免疫反应结果显示宝

藿苷
&

能够有效抑制
6.:

诱导的炎症因子
@Y4

)

和
96-"

激

活#且具有浓度依赖性&蛋白免疫印迹结果显示宝藿苷
&

对

+

"#%(

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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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Y4

)

诱导的
Y4-

.

[

抑制蛋白
)

$

9

.

[

)

%下调具有明显逆转效

应#干扰
8_8

)

后#该逆转效应减弱&

Y4-

.

[

双荧光素酶报告基

因结果显示宝藿苷
&

对
@Y4

)

诱导的
Y4-

.

[

激活具有抑制效

应#干扰
8_8

)

后#该抑制效应消失*这些数据表明宝藿苷
&

能够通过核受体
8_8

)

调控
Y4-

.

[

信号通路进而发挥抗炎功

能#且具有一定的
8_8

)

依赖性*见图
(

*

注!

,

为宝藿苷
&

与
8_8

)

经典配体
'-75>8,

和
6S$!!+&#

的结合构

象重叠&

[

为宝藿苷
&

与
8_8

)

蛋白相互作用的结合"解离曲线&

/

为

宝藿苷
&

对核受体
8_8

)

和
8,8

-

转录激活功能的影响*

图
%

!!

宝藿苷
&

与
8_8

)

的相互作用

图
(

!!

宝藿苷
&

的抗炎功能具有
8_8

)

依赖性

A

!

讨
!!

论

!!

视黄醇
_

受体
8_8

)

是核受体超家族的核心成员#它能

够与人体
#*

个核受体中约
$

"

(

超家族成员形成异源二聚体发

挥生物学功能#许多与肿瘤发生'炎症形成及代谢性疾病密切

相关的核受体#如
/3c.-@4

'

YKF++

'

..,8

'

4_8

等#均可与

其形成异源二聚体#从而使
8_8

)

处于肿瘤及炎症等众多疾病

调控的信号转导网络中心*和其他核受体一样#

8_8

)

具有相

对保守的配体结合区域#区域内配体结合口袋因构象上的灵活

性#可结合许多结构不同的药物小分子#如美国
4R,

批准的世

界上第一个靶向
8_8

)

开发的抗肿瘤药物
@2F

L

FBG5?

/

"

OBC2F-

AGB?B

#深海鱼油中提炼的健脑不饱和脂肪酸
R0,

#中药丹参

的活性成分
R2?G)FA?H

#及厚朴中抗癌活性成分和厚朴酚等*

因此#核受体
8_8

)

是良好的药物开发靶点#针对
8_8

)

开发

新型药物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*本研究通过受体
-

配体识

别原理对中药淫羊藿馏分中靶向
8_8

)

的活性成分进行了快

速筛选和鉴定#发现活性成分宝藿苷
&

为
8_8

)

特异性拮抗

剂#能够通过
8_8

)

介导
Y4-

.

[

信号通路进而发挥抗炎功能#

且具有
8_8

)

依赖性*该研究丰富了
8_8

)

天然小分子调节

剂化合物库#为
8_8

)

天然小分子调节剂的快速筛选和鉴定提

供了新的思路#对
8_8

)

和其他核受体靶点先导化合物的快速

发现和开发也具有借鉴意义*

淫羊藿#又名三枝九叶草'仙灵脾'牛角花'三叉风'羊角

风'三角莲等#为小檗碱科多年生直立草本植物#是我国传统补

益类中药#多产于四川'山东'辽宁等地#性味辛'甘'温#具有补

肾阳'强筋骨#祛风湿等功效#主要用于男性阳痿遗精'筋骨痿

软'风湿痹痛'麻木拘挛等疾病的治疗*炎症是机体对病原体

感染及各种组织损伤等产生的一种防御反应#是最常见而又最

重要的基本病理生理过程之一*一般情况下#炎性因素$如感

染或组织损伤%消除后#炎性反应随即终结#之后转变成为一种

高度活跃'精细调控的平衡状态以保护机体#清除感染和损伤*

但是#在某些因素的存在下#如持续或低强度的刺激'靶组织处

于长期或过度变态反应时#炎症无法从抗感染'修复组织损伤

模式下转变成为稳定的平衡状态#导致炎症反应持续进行#这

种长期慢性的非可控性炎症的发生发展将导致肿瘤'心血管疾

病'帕金森等多种疾病的发生*现代流行病学资料显示#非可

控炎症可能是许多慢性疾病发生的根源#因此#筛选具有抗炎

效应的先导化合物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'药物药理作用机制的

阐释具有重要理论指导价值和临床意义*本文通过受体
-

配体

识别原理对淫羊藿中抗炎活性成分进行精准快速筛选鉴定#发

现宝藿苷
&

具有良好的抗炎效应#并阐释了其依赖
8_8

)

发挥

抗炎功能的分子机制*鉴于慢性炎症的危害性以及
8_8

)

的

多重生物学效应#这一发现提示宝藿苷
&

靶向
8_8

)

的抗炎机

制可能是淫羊藿治疗男性阳痿遗精'不孕不育等疾病的重要途

径之一#对于开发类似男性功能药物和保健品具有重要指导价

值&受体
-

配体识别原理在淫羊藿抗炎活性成鉴定中的应用为

天然产物和中药活性成分的快速挖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

经验#将极大提高天然药物先导化合物的发现速度#加快我国

天然药物研发效率*

参考文献

(

$

)

W2?

L

BE>PAFIRQ

#

@)KHHBE/

#

[B2GAW

#

BG2E;@)B?K7EB2F

FB7B

D

GAF>K

D

BFI2H5E

J

!

G)B>B7A?PPB72PB

(

Q

)

;/BEE

#

$''&

#

*(

$

"

%!

*(&-*(';

(

%

)

1M2?>8W;@)B>GBFA5P2?PG)

J

FA5P)AFHA?BFB7B

D

GAF>K-

D

BFI2H5E

J

(

Q

)

;:75B?7B

#

$'**

#

%#!

$

#*&#

%!

**'-*'&;

(

(

)

0BE>B?/

#

/E2B>>B?>4;6AAU5?

L

2G?K7EB2FFB7B

D

GAF>IFAH

2?BN2?

L

EB

(

Q

)

;WAE/BEE1?PA7F5?AE

#

%!$#

#

(*%

$

$

%!

'+-

$!";

(

#

)

:)B?.4;WAEB7KE2FHB7)2?5>H>AI7)BHA

D

FBMB?G5A?2?P

G)BF2

DJ

AI72?7BFO

J

FBG5?A5P>

(

Q

)#

4FA?G[5A>75

#

%!!#

$

'

%!

%""(-%"+!;

(

&

) 周文#赵爱宏#赵立明#等
;

核受体及其配体的研究进展

(

Q

)

;

中国药物化学杂志#

%!!+

#

$+

$

$

%!

&'-"#;

(

"

) 王水良#傅继梁
;

核受体的研究进展(

Q

)

;

遗传学报#

%!!#

#

($

$

#

%!

#%!-#%';

(

+

)

W2FUW

#

S)

J

>BE5?7UY[

#

/)2HOA?.;4K?7G5A?AIFBG5?A5P

?K7EB2FFB7B

D

GAF>

!

EB>>A?>IFAH

L

B?BG572?P

D

)2FH27AEA

L

5-

72EP5>>B7G5A?>AIG)BFBG5?A57275P>5

L

?2E5?

LD

2G)N2

J

PKF-

5?

L

HAK>BBHOF

J

A

L

B?B>5>

(

Q

)

;,??K8BM.)2FH27AE@AC5-

7AE

#

%!!"

#

#"

!

#&$-#*!;

(

*

)

SFA?BHB

J

BF0,

#

62KPBGX;.F5?75

D

EB>IAFHAPKE2G5A?AI

G)B?K7EB2FFB7B

D

GAF>K

D

BFI2H5E

J

(

Q

)

;Y2G8BMRFK

L

R5>-

7AM

#

%!!#

#

(

$

$$

%!

'&!-'"#;

(

'

)

3MBF5?

L

GA?

#

,E-62]5U2?5Q[

#

0A

D

U5?>,E;0ANH2?

J

PFK

L

+

+#%(

+

国际检验医学杂志
%!$+

年
$%

月第
(*

卷第
%(

期
!

9?GQ62OWBP

!

RB7BHOBF%!$+

!

XAE;(*

!

YA;%(



G2F

L

BG>2FBG)BFB

1 (

Q

)

;Y2G8BMRFK

L

R5>7AM

#

%!!"

!

''(-

''";

(

$!

)

3UK?AW

#

\A

=

5H2:

#

W2G>K>)5H2-Y5>)5N2U58

#

BG2E;8BG5-

?A5P>5?72?7BF7)BHA

D

FBMB?G5A?

(

Q

)

;/KFF/2?7BFRFK

L

@2F

L

BG>

#

%!!#

#

#

$

(

%!

%*&-%'*;

(

$$

)

4FBBH2?GEB:Q

#

RH5GFAM>U

J

1;8BG5?A5P>5?72?7BFG)BF2

DJ

2?P7)BHA

D

FBMB?G5A?

!

D

FAH5>BHBBG>FB>5>G2?7B

(

Q

)

;3?7A-

L

B?B

#

%!!(

#

%%

$

#+

%!

+(!&-+($&;

(

$%

)

[KFF5>@.

#

SF5II5?.8;@2F

L

BG5?

L

AF

D

)2??K7EB2FFB7B

D

GAF>

IAFGFB2GHB?GAIHBG2OAE57P5>B2>B>2?P2KGA5HHK?5G

J

(

Q

)

;

/)BH[5AE

#

%!$%

#

$'

$

$

%!

&$-&';

(

$(

)

6BW25FB,

#

,EM2FB]:

#

:)2?U2F2?2F2

J

2?2?.

#

BG2E;8BG5?-

A5PFB7B

D

GAF>2?PG)BF2

D

BKG572

DD

E572G5A?>AI8,8

"

8_8

HAPKE2GAF>

(

Q

)

;/KFF@A

D

WBP/)BH

#

%!$%

#

$%

$

"

%!

&!&-

&%+;

(

$#

)

RB>MBF

L

?B[;8_8

!

IFAH

D

2FG?BF>)5

D

GAEB2PBF>)5

D

5?HBG-

2OAE57FB

L

KE2G5A?>

(

Q

)

;X5G2H0AFH

#

%!!+

#

+&

!

$-(%;

(

$&

)

[EKHOBF

L

[

#

W2?

L

BE>PAFIR

=

#

R

J

7UQ2

#

BG2E;WKEG5

D

EBFBG5-

?A5P-FB>

D

A?>5MBFB7B

D

GAF>5?2>5?

L

EB7BEE

!

I2H5E5B>AIFBG5?-

A5Pj_jFB7B

D

GAF>2?PFBG5?A57275PFB7B

D

GAF>5?G)B_B?A-

D

K>B

LL

(

Q

)

;.FA7Y2GE,72P:75c:,

#

$''%

#

*'

$

"

%!

%(%$-

%(%&;

(

$"

)

Q02EIGBFHB

J

BF

#

[H61

#

@)RB;8_8

#

2UB

J

HBHOBFAI

G)BA?7A

L

B?577AH

D

EBC5?27KGB

D

FAH

J

BEA7

J

G57EBKUBH52

(

Q

)

;WBP:75

#

%!$$

#

%+

$

$$

%!

'+(-'+*;

(

$+

)

/)2?

L

Q\

#

\NA?0Q;,PM2?7B>5?5PB?G5I572G5A?2?PM2E5-

P2G5A?AI

D

FAGB5?G2F

L

BG>AI?2GKF2E

D

FAPK7G> N5G)AKG

7)BH572EHAP5I572G5A?

(

Q

)

;Y2G.FAP8B

D

#

%!$"

#

((

$

&

%!

+$'-+(!;

(

$*

)

6BB\0;R5>7AMBF

J

2?PPBMBEA

D

HB?GAI?2GKF2E

D

FAPK7G-

PBF5MBP7)BHAG)BF2

D

BKG572

L

B?G>O2>BPA?2 HBP575?2E

7)BH5>GF

J

2

DD

FA27)

(

Q

)

;QY2G.FAP

#

%!$!

#

+(

$

(

%!

&!!-

&$";

(

$'

)

[KGEBFW:;@)B8AEBAIY2GKF2E.FAPK7G/)BH5>GF

J

5?

RFK

L

R5>7AMBF

J

(

Q

)

;QY2G.FAP

#

%!!#

#

"+

$

$%

%!

%$#$;

(

%!

)

6BB\0;/KFFB?GPBMBEA

D

HB?G>5?G)BP5>7AMBF

J

2?PPB-

>5

L

?AI?BNPFK

L

72?P5P2GB>IFAH

D

E2?G?2GKF2E

D

FAPK7G

EB2P>

(

Q

)

;QY2G.FAP

#

%!!#

#

"+

$

%

%!

%+(-%*(;

(

%$

)

YBNH2?RQ

#

/F2

LL

SH;Y2GKF2E

D

FAPK7G>2>>AKF7B>AI

?BNPFK

L

>IFAH$'*$GA%!$#

(

Q

)

;QY2G.FAP

#

%!$"

#

+'

$

(

%!

"%'-""$;

(

%%

)

W5EEBF60

#

:K_;,FGBH5>5?5?

!

P5>7AMBF

J

IFAHG)B/)5?B>B

)BFO2E

L

2FPB?

(

Q

)

;/BEE

#

%!$$

#

$#"

$

"

%!

*&&-*&*;

(

%(

)

W5U57R;@)B%!$&?AOBE

D

F5]BE2KFB2GB>5?

D

)

J

>5AEA

LJ

AF

HBP575?B

(

Q

)

;XA

=

?A>2?5G.FB

L

E

#

%!$&

#

+%

$

$$

%!

'&$-'&%;

(

%#

)

0

#

^ Q

#

XBPBF2>Q/;RFK

L

P5>7AMBF

J

2?P?2GKF2E

D

FAP-

K7G>

!

B?PAI2?BF2AF2?B?PEB>>IFA?G5BF

(

Q

)

;:75B?7B

#

%!!'

#

(%&

$

$!

%!

$"$-$"&;

(

%&

)

/)2UF2M2FG)

J

WX

#

6AP)59Q

#

a5?6

#

BG2E;9PB?G5I572G5A?AI

2

D

)

J

>5AEA

L

572EE

J

FBEBM2?GB?PA

L

B?AK>E5

L

2?PIAF..,82E-

D

)25?E5MBF

(

Q

)

;/BEE

#

%!!'

#

$(*

$

(

%!

#+"-#**;

(

%"

)

X5?2

J

2MBU)5?Y

#

:2

L

)2GBE52?,;R5>7AMBF

J

AI2

D

FAGB5?-

HBG2OAE5GB5?GBF27G5A?OBGNBB?K?>2GKF2GBPI2GG

J

275P>

2?PG)B?K7EB2FFB7B

D

GAFYKF++K>5?

L

2HBG2OAEAH57>2

D

-

D

FA27)

(

Q

)

;Q,H/)BH:A7

#

%!$$

#

$((

$

#(

%!

$+$"*-$+$+$;

(

%+

)

/)B?b.

#

:)BH>)BP5?56

#

RKF2?P[

#

BG2E;.KFB2?PIK?7-

G5A?2EE

J

)AHA

L

B?BAK>FB7AHO5?2?GFBG5?A5PCFB7B

D

GAF

(

Q

)

;

Q[5AE/)BH

#

$''#

#

%"'

$

#$

%!

%&++!-%&++";

$收稿日期!

%!$+-!"-$%

!

修回日期!

%!$+-!*-%&

%

$上接第
(%##

页%

可以更为客观的'可量化的检测手段#对眼部血流改善情况进

行显示#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调整#对
93.

患者具有重要的临

床意义(

$!-$$

)

*

本文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
93.

患者治疗过程中眼部血

流动力血指标进行检查#并指导临床医师调整治疗方案*结果

显示#较之于采用眼底镜和裂隙灯显示眼部血流改善情况的方

法相比#血流动力学指标检测指导医师的资料方案调整更频繁#

说明血流动力学指标能更精细地反应眼部血流改善情况*两种

不同指导方法治疗的患者矫正视力改善存在明显差异#血流动

力学方法能更有效的提升患者的矫正视力*治疗后的血流动力

学参数比较#也存在明显的优势*说明
93.

患者治疗过程中检

测血流动力学能促使医生选择并调整更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#

提高临床治疗效果#对患者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(

$%

)

*

综上所述#缺血性眼病患者血流动力学检测能更真实反应

患眼血流改变效果#为临床医师治疗方案的调整提供准确参考

信息#提升治疗效果#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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